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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謝神的開路，帶領我們夫婦多次到德國短宣服事，配合不同

牧者的述職需要，讓宣教工人可以稍為安心地休息回家。去年九月

至十月，我們踏足哥廷根這大學城市，也是回應當地宣教士夫婦的

邀請，替代他們放假的牧職空檔。哥廷根大學名人輩出，並以科研成

就而蜚聲國際，校史上先後有四十七位校友、教授及科研人員獲得

過諾貝爾獎。根據最新資料顯示，這城市近十二萬人口中，學生就佔

了三萬多。雖然不復當年之盛，但哥廷根大學仍能吸引不少留學生

慕名前來，也造就了華人宣教的契機。 
 
  哥廷根華人信徒群體，屬於「團契」的組織規模，我們到達之初，

聚會人數不多。每周相見，與肢體和慕道朋友容易熟落，經常愛筵聚

餐，更覺屬靈家庭氣氛的濃厚，還有多次迎新活動的合作同行，很快

就打成一片。在近年的德國事奉行程中，這一次與群體的連繫最為

「埋身」，個人接觸與牧養關心也相對深入。 
 
  經過兩個月的事奉參與，切身體會留學生福音事工的挑戰和需

要，也認識了影響校園工作的兩個循環。第一個是學年校曆的循環 

，包括長假期與論文考核等階段輪替，直接導致聚會出席率的落差

變動。我們初來時，暑假未完，大多數學生仍在回國或外遊情況中，

首次帶領查經聚會，只有四位年輕人出席。到離開前最後一次查經，

因新學年開始，加上迎新效應，參與者超過二十人。我們得適應這種

輪換與浮動的出席情況，即使教導牧養因此變得零碎化，仍要把握

每次共聚相交和學習信仰的機會，並仰望神在各人生命中的工作。 
 
  另一個是入學與畢業的循環，令留學生只能短暫居留和頻繁來

去。曾經努力凝聚的群體每隔幾年就洗牌換人，核心事奉者和資深

成員不一定能在地植根。當然，積極地看，每年都有新生可以接觸，

福音的機遇與對象從不間斷。但就教會建造的角度而言，領人歸主，

栽培生命，訓練事奉，在在需要持久的經營時間，否則難言長遠的

發展。面對這種常態，藉撒種收割結出福音果子後，宣教牧者和留

守肢體更需要的是國度胸懷，帶著願景，支持留學歸主的信徒，或

回國或分散，繼續持守信仰，見証福音，傳遞祝福。 
 


